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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与“悦”

文 / 石川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

起，阅读一词似乎被一个谐音的

新词“悦读”所取代。在一些报

刊、网站，甚至一些微信公众号

都将阅读专栏演变成了“悦读”栏

目。其实，传统的“阅读”和时

兴的“悦读”还是有区别的，前者

是推什么读什么，后者在推送的同

时还兼顾读者的心理感受，所以“悦

读”栏目推送的文章往往注意题

材、语言、思想、情感的出彩表现。

“悦读”，体现了编辑们的读者情怀，

也反映了现代读者对阅读的一种新

期待：阅读应是一种快乐的高雅行

为，既要用快乐的心情去阅读，又

要从中读出快乐的滋味来。“阅”与

“悦”相随，似乎便成了当下读者

的一种新时尚和新追求。

真心的阅读和有效的阅读确

实是应该与“悦”相随的。

人们阅读的目的无非是这么几

种：获取新知、受到启迪、得到

熏陶、收获消遣，要么是前几者

兼而有之。沉重的心情，浮躁的

心态，不安的心神，马虎的态度，

被动地应付，敷衍塞责的蜻蜓点

水，是截然不会拥有这些效果的。

只有神圣、自觉、习惯、快乐地

对待阅读，才能真正进入状态，

才能明白书或文中的真实意图，才

能与其中的情景情节相融，才能与

其中的表达逻辑和运行思路相吻

合，才会鉴赏到其中的一道道风景。

阅读的过程有时可能并不轻松，但

你用喜悦的心情阅读后，你会听

到花开的声音，会嗅到阳光的香气，

会看到万物说话，会聆听先贤的叨

叨絮语，你身边的世界那么的美好，

生活也变得温馨起来，你会有一

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感到格外的轻松和由衷的喜悦。

此种境界的阅读所得，自然就会

刻进脑海，潜入心灵，融入骨血，

让你“腹有诗书气自华”、“漫卷诗书

喜欲狂”。这样的阅读，实则是同

仁者结盟、与智者聊天，是在用

他人的所得填自己的所缺，用别人

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其中的融融

乐趣和美美滋味自不必待言。

当然，好的书或文章更是让人

喜出望外，更能增添“悦”的效果。

好的书，最直接的就是有好

的封面、好的装帧、好的用纸、

好的印制、好的编排和宜人的开

本，一看上去就有一种亲近感和

亲切感，可这还只是形式的好和

外观的好。更主要的是，书的内容

传播真理，传递真情，传扬真知，

传教真技，传授真谛的书才是真正

的上等好书。一个人要是碰上这

等好书，也算是人生之大幸，必

然有一种愉悦想去好好浸淫，是

读了还嫌少，阅了还想要，让

人欲罢不能、欲止不愿。可惜

这样的书不是想有就有的，一

旦拥有了就要愉快地读，不失

时机地读。只是现在的出版界，

所推出的书多半是“不好不坏，

又多又快”，甚至还有纯粹的文

字垃圾和纸张亵渎，需要读者

朋友擦亮眼睛，予以甄别。

好的文章，就是一件妙不可言

的艺术品，让人喜不自禁、回味无

穷、赞叹不已。这样的文章，一

是拥有好主题，具有时代感，值

得讨论，扣人心弦；二是有文采，

拥有优美的语言表现，明白晓畅，

读起来轻松，念起来悦耳；三是

内容上既有思想价值，又有审美

价值；四是在结构的安排布局上，

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并且起承

转合恰到好处；五是表达效果

上，既有让人如临其境的形境之

美，又有叫人留恋体味的意境之

美，更有使人反复品味的理境之

美；六是在具体的表达中，具体

形象、可叙之事、真挚情感、深

刻道理、典故知识样样俱全，给

人一种立体的丰满和完美的形象。

好的文章，必然是可读性、艺术性、

准确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看来“阅”与“悦”，着实

是一种读书人的好愿望，但它

需要运气，需要机缘，也需要

一定的分辨能力。但不管怎样，

读书赏文始终是一件好事情，它

能伸长你的腿脚，拉长你的眼睛，

放大你的胸襟，增添你的才智，

美化你的心灵，什么时候什么情形

我们都要用一种虔诚而愉快的心情

去接触、去品读，并争取读出一

种赏心悦目的效果来，享受到读书

赏文的真正之乐，让阅读变成真

正意义的“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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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转发这篇美文

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自 11 月 24 日起推出专栏《谐音文
字 谐趣人生》——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石川，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生活体验为
基调，用谐趣笔墨，用乐观态度，对一些汉字进行精妙解读，
并用创新思维丰富了其内涵，同时还将谐音汉字进行比较、联
系和结合解读，博古通今，言简意赅，读来振奋，予人启迪。

老人高烧，为何配儿童药
“我老婆都 55 岁了，医生却

给开儿童感冒药。”12 月 9 日下
午，长春市民房女士因感冒发烧
到二○八医院急诊门诊就诊。在
打完点滴后，她的丈夫姜先生查
看医生开的药品时发现退烧药是
儿童用药。他表示，当时医生开
药时并没有告知是儿童用药和每
次用药剂量。

接 诊 医 生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由于医院的成人快速退热药
暂时无药，而患者当时的体温很
高，需要及时退热，所以给患者
开了儿童退热药，大人只要加大
剂量即可。

文 / 郝雪梅 
一位 55 岁的人患了感冒，医生开具的感冒药

竟然不是“成人版”的而是“儿童版”的，这样

的事情让患者家人很难理解。原因究竟是什么？

涉事医生也很委屈：当时患者体温很高，需要及

时退热，但是医院储备的成人感冒药缺货，无奈

之下就给开了儿童药。

这位医生认为：儿童药虽然是专门给儿童服

用的，但是成人也可以服用，只要加大药量就可

以了。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从理论上来说，

儿童药和成人药的区别就在于剂量不同，“大人吃

儿童药”也能起到治疗效果。

问题在于，医生在给患者开儿童药的时

候，并没有进行详细说明。一方面，没有告

诉患者开具的药品是儿童药；另一方面，没

有告诉患者需要增加多少剂量。很显然，给

成人患者开具儿童药的医生，是存在问题的。

医疗是一个精细的活儿，即使是感冒这样的

疾病，也不应该粗心大意。多些谨慎的心理，

做好患者的指导，是医生该做的事情。

如果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其他疾病，或

者是紧急的情况，医生的粗心大意就会成为

安全隐患。

不过，“医生给成人开儿童药”，有错的也不

仅是医生。医生也很无奈。患者因为高烧需要吃

药，而医院里却没有“成人感冒药”，这个时候医

生只能选择“开出儿童药”。医生的无奈谁能理解？

最大的问题其实出在了医院方面。作为医院来说，

对于药品的储备要做到“时刻准备着”，而不是

到了“需要用药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了药品”。

药品在医院里断货的情况需要引起重视。

这次仅仅是“成人感冒药”断货了，带来的

危害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医院断货的是救命药，

是手术药，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了。而实际上，这

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些重要手术，就出现

过“需要用药了”，仓库里却“没有药了”。这是

医疗安全隐患。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更应

该追问医院的用药安全措施的不到位问题。医院

的药房，不应该出现断药的情况。要做好登记工

作，及时补给缺失的药品。

这还让笔者想到了“儿童吃药靠掰”的情况，

儿童药品缺失的时候，医生也会选择“开成人药”。

这其实暴露的还是用药的安全隐患问题。“医生

给成人开儿童药”暴露的问题更该关注。

12 月 11 日，记者来到二○八医院急诊室

见到了任医生。“由于医院药房成人快速退热

药没有药，所以我才给患者开了儿童用的退热

药。”任医生说，布洛芬混悬液对于儿童和成

人都有退热的效果，儿童根据年龄最高每次喝

10 毫升，成人需要每次喝 20~25 毫升。当时

患者体温很高，将近 39℃，需要及时退热，所

以她给患者开了儿童用退热药。至于是否对患

者进行了告知，任医生说，她的确没有提前告

诉患者是儿童用药，至于服药剂量，她表示当

时应该是告知患者了。

“如果确实没有告知患者用药剂量，那也

是我疏忽了，我表示道歉。”任医生说，她强

调药没有开错，开儿童退烧药也是对患者负责，

让她快速把体温降下去。

一名不愿具名的内科医生表示，儿童用布

洛芬混悬液确实可以给成人服用，但成人用的

退热药一般不可以给儿童用。成人用儿童退热

药需要加大剂量，医生需要明确告知具体的服

药剂量。               （据 12 月 12 日《新文化报》）

“给成人开儿童药”有错的不只是医生

退热药是儿童用药
12 月 9 日下午 4 时，房女士来到二○八

医院急诊室就诊。“我妻子发热，嗓子红。”

姜先生说，一名姓任的女医生接诊。“当时医

生给开了点滴，还有一盒退烧药。”在打完

针后，姜先生打开退热药准备看回家后怎么

喝，“我看到药品说明书上写的是儿童用药。”

姜先生说，这是一种叫布洛芬混悬液的药物，

外包装上印有一个儿童模样的卡通人物，说

明书上写着“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

冒引起的发热”。

“看到说明书，我就不理解了，这到底是开

错了，还是什么原因啊？”姜先生说，他把说

明书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也没看到成人可用

和成人用药剂量。打完针已经是晚上 6 点了，

姜先生到急诊室想找到任医生问一下，但医生

已经下班。“我又问了另一名医生，这名医生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成人开儿童药。”姜先

生随后又问妻子，当时医生有没有说为什么给

开儿童药，成人用这种儿童药的剂量是多少。

妻子表示，当时医生没有告知。

“我对医生的做法不满意。”姜先生说，首

先他怀疑医生开错了药，如果没开错，就应该

告诉患者这是儿童用药，并且详细说明成人服

药剂量。

当事医生：当时患者高烧急需降温


